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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基于集成双波导半导体光放大器的光开关（*+,-./0-.12345）的理论分析模型 6与半导体光放大器（./0）

的特性相比较表明，由于 *+,-./0-.12345 合并了多种物理效应，故其静态增益饱和曲线在饱和功率点附近具有大幅

度陡峭下降的独特性质 6理论分析和 7$ ,8239: 波长转换模拟结果显示，恰当地选择输入抽运光的功率范围，*+,-
./0-.12345 波长转换器输出转换光的消光比特性较之输入抽运光会有显著的改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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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 引 言

集成双波导半导体光放大器（*+,-./0）［7］包括

两个互相耦合的平行波导（见图 7）6 上层为提供光

信号放大的有源波导，下层为完成光信号的输入和

输出功能的无源波导 6基于 *+,-./0 的光开关（*+,-
./0-.12345）矩阵［&，#］不仅拥有高开关速度（纳秒量

级）和高消光比，而且同时具备光包交换和全光波长

转换的功能 6和其他各种波长转换器相比，*+,-./0-
.12345 波长转换器具有能够互联形成大规模波长转

换器阵列的明显优势，易于实现同时对大量输入信

号的动态波长分配 6 因此，*+,-./0-.12345 矩阵很有

希望成为下一代光包交换网络中关键的单片集成器

件 6虽然 *+,-./0-.12345 的波长转换功能已经得到

实验证实，但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为

该器件的波长转换实验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找到优

化波长转换性能的方法 6
*+,-./0 的有源波导即为通常的单波导结构的

./06受激辐射导致的载流子浓度变化将引起有源

波导的材料折射率的改变［"］6由于光信号在有源波

导中沿传播方向放大的同时，有源和无源波导间又

存在着光功率的交换，因此有源波导的不同部分和

图 7 集成双波导半导体光放大器

无源波导间具有不同的相位匹配程度，并随入射光

功率大小变化 6所以，输入光功率的大小改变两波导

间光功率转移的效率，影响 *+,-./0 的放大特性 6已
有的模型［7，(］对 *+,-./0 的部分特性进行了研究，但

是忽略了有源波导中载流子浓度和光功率间的相互

作用，假定有源和无源波导间的相位匹配程度固定

不变且沿整个传播方向一致，限制了模型的适用

范围 6
对此，本文考虑了载流子浓度和光功率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有源和无源波导间相位匹配程度非一致

的空间分布及其随输入光功率大小的变化，建立了

*+,-./0 的分段数值模型，结合具体的材料和结构

参数说明了 *+,-./0 结构波导设计的方法，并给出

了 *+,-./0-.12345 的器件模型 6 在此理论模型基础

上，分析了 *+,-./0-.12345 的静态增益饱和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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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物理机理，及其在波长转换上的应用价值 !采
用数值模拟研究了 "# $%&’() 速率下波长转换的消光

比特性 !因为定量分析的数值大小会随器件参数变

化，所以分析中采用了与 *+, 的相应特性相比较的

方式，*+, 参数的取值与 -.$/*+,/*0&’12 有源波导

参数的取值完全一致 !

3 4 -.$/*+,/*0&’12 理论模型

!"#" $%&’()* 分段数值模型

假设波导端面完全增透，只存在前向行波 !如图

3 所示，-.$/*+,的耦合区沿纵向被等分成许多个小

段，当分段数足够大时可近似地认为在每一小段 !
中各种材料和结构参数的分布是均匀的 ! 每一小段

对应于时间间隔 " 到 " 5!"，!" 6!# 7 $899 ( %，!# 为

每一小段的长度，$899 为波导有效折射率，% 为自由

空间的光速 ! &"，! 和 &3，! 分别代表进入第 ! 段无源和

有源波导的归一化光场包络函数 ! ’，$，(，!和"
分别代表载流子浓度、折射率、材料增益系数、纵向

传播常数和光场限制因子 !

图 3 -.$/*+, 耦合区分段示意图

为描述第 ! 段有源波导中载流子浓度与光功率

间的相互作用，应用速率方程［:］：

;’3，!

; " 6 )
*+ < , <!

-

#3，!，-(3，!，-

&1 ./-
01/

3，!，- ， （"）

其中下标 - 代表不同波长的入射光波 ! ) 代表注入

电流密度，* 为电子基本电量，+ 为有源区厚度，,
为复合速率项，&1 代表有源区横截面积，. 为 =>?@1A
常 数，/ 代 表 入 射 光 频，01/

3，!，- 6（ &3，!，-
3 5

&3，! 5 "，-
3）(3 为第 - 个波长的光在有源波导第 ! 段

中的平均功率 !
复合速率项 , 与载流子浓度 ’ 的关系为［B］

,（’3，! ）6 %" ’3，! 5 %3 ’3
3，! 5 %C ’C

3，! ， （3）

其中 %"，%3 和 %C 为复合常数 !
材料增益系数 (3，!，- 采用常用的经验公式［D，E］

(3，!，-（’3，! ，$- ）6 (’（’3，! < ’" ）

< 1"（$- <$2（’3，! ））3

5 13（$- <$2（’3，! ））C，

$2（’3，! ）6$" < 1C（’3，! < ’" ）， （C）

其中 (’，1"，13 和 1C 为增益常数，$" 为透明载流子

浓度 ’" 时的峰值波长，$2 为当载流子浓度为 ’3，! 时

的峰值波长 !
考虑载流子浓度对折射率的调制特性，假定折

射率变化和载流子浓度线性相关，由此得出折射率

的侧向分布 ! 运用平板介质波导模型［"#］，求出第 !
段有源区的侧向光场分布、模场限制因子和纵向传

播常数 !
" 时刻进入第 ! 段的 &"，!，- 和 &3，!，- 与 " 5!" 时刻

第 ! 段的输出 &"，! 5 "，- 和 &3，! 5 "，- 的关系由 文 献［F］

导出

&"，!5"，-（ " 5!"）

&3，!5"，-（ " 5!"( )）
6 3

&"，!，-（ "）

&3，!，-（ "( )）
， （G）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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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和 (3 分别为有源波导的内部损耗系数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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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系数 !!是有源和无源波导间的耦合系数［"#］!此
处，净模增益系数 !$%&’和文献［(］中归一化幅度增益

系数 !$"的关系为 !$%&’ ) $!!$"；同时假定无源波导

的净模增益系数 !"%&’ ) # !
输入光信号在 *+, 中的传播可表示为

"$，#-"，$（ % -!%）) &
!$%&’，#，$

$ . $"$，#，( )$ !&
"$，#，$（ %），（(）

将方程（"）和（/）以及平板介质波导模型相结

合，0123*+, 各参数的纵向变化和时间相关可自恰

地解得 !以方程（(）代替方程（/），同样可得到 *+,
中相关参数的变化 !

!"!" #$%&’() 结构波导设计

如表 " 所示，选择目前长波长光通信器件广泛

采用的 0%24,5670%6 作为 0123*+, 的材料 ! 其中，有

源波导材料为与 0%6 晶格匹配、带隙波长为 "8(("9
的体材料 0%#8/$24#8(:,5#8; 6#8"；无源波导为与 0%6 晶格

匹配、带隙波长为 "8$"9 的体材料 0%#8:" 24#8"; ,5#8/<
6#8(= !各层材料的折射率、折射率变化以及有源波导

材料的微分折射率系数 >’ 7>(（见表 $）根据文献

［/，""］计算得出 !

表 " 0123*+, 各层参数（) ) <##?）

层号 材料 层厚度 折射率 折射率变化

" @30%6 <8":"= #8##"=!

$ 0%#8/$24#8(:,5#8;6#8" #8"//"9 <8A<<" . #8#;<=!!

< %30%6 #8(/"9 <8":"= #8###$!

/ %30%#8:"24#8";,5#8/<6#8(= #8A"9 <8<$A$ #8##"#!

( %30%6 <8":"= #8###$!

!掺杂导引的折射率变化，掺杂浓度为 < B "#$< 9. < !
!!注入载流子导引的折射率变化，载流子浓度为 < B "#$/ 9. < !

为使 0123*+, 有效的工作，必须保证在工作电

流注入且无入射光的情况下，有源波导的有效折射

率和无源波导的有效折射率相等或接近 !由于在电

流注入后，有源波导的材料折射率仍然高于无源波

导的材料折射率，必须使有源波导的厚度小于无源

波导，以便在电流注入后两波导间满足相位匹配条

件 !设计两波导的厚度参数必须使器件在 " ! (("9
窗口单模工作，同时有源波导应有合适的模场限制

因子 !计算采用的其他参数由表 $ 给出［:］!为简单起

见，仅考虑 1C 模的情况 !
设无源波导端面入射连续光的功率为 . $< >D9，

波长为 "((# %9，小信号放大时有源和无源波导中

光功率沿光场传播方向（ & 方向）的分布如图 < 所

示 !图中纵坐标为归一化光功率，即纵向各点的光功

率与入射光功率的比值（* 7* E%）!图中同时描述了光

信号在单波导 *+, 中沿纵向的放大过程 !在/##"9
和 :##"9 耦合区长度处，无源波导中将分别出现小

信号放大时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光功率峰值，第一个

功率峰值点为入射端 !为了得到最大的增益，取 0123
*+, 耦合区的长度为 /##"9 或 :##"9，并将相应的

0123*+, 分别简称为 0123*+,（/##"9）和 0123*+,
（:##"9）!因为无源波导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光功率

峰值的位置会随着间隔层的厚度或其他参数变化，

所以 0123*+,（/##"9）和 0123*+,（:##"9）实际上

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 0123*+,!图 < 中，/##"9长

的 *+, 的小信号放大倍数与 0123*+,（:##"9）相

等，功率增益分贝数为同长度的 0123*+,（/##"9）

的两倍 !这是因为光信号在 0123*+, 的每一个波导

中都经历了一半的时间，其小信号增益为两波导的

平均值 !

表 $

"
""

计算中采用的其他参数值

"
""

参数 取值 参数 取值

+" $8( B "#: 5. " !( $8( B "# . $# 9

"
""

$

+$ " B "# . "A 9<·5. " #% "8A"="

"
""

9

+< ;8/ B "# . /" 9A·5. " (% #8; B "#$/ 9

"
""

. <

," =8/ B "#": 9. < $E%’ $### 9

"
""

. "

,$ <8"(( B "#$( 9. / >’7>( . $8#: B "# . $A 9

"
""

<

,< < B "# . <$ 9/ - ;8A( B "#= ,·9. $

图 < 有源和无源波导中光功率的纵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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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之间的联系

以下研究基于 !"#$%&’（())!*）的 !"#$%&’$
%+,-./0

!"#$%&’$%+,-./ 器件模型是 !"#$%&’（())!*）

结构 的 变 形，包 含 两 个 等 长 的 有 源 垂 直 耦 合 器

（’12），’123 和 ’124：在 !"#$%&’（())!*）耦合区

的中间位置处，无源波导被截断，同时有源波导通过

全内反射（"!5）镜相互连接，见图 ( 0

图 6 3) #7,-89 波长转换 （:）!"#$%&’$%+,-./ 输出信号；（7）;#< 输出信号

图 ( !"#$%&’$%+,-./ 器件模型示意图

=> !"#$%&’$%+,-./ 静态增益饱和特性

图 ? 为入射连续光波长为 3??) @* 时，计算所

得 !"#$%&’$%+,-./ 的静态增益饱和特性曲线 0 为比

较，图中同时用虚线绘出了 %&’ 的情况 0 当输入光

功率增加到接近饱和输入光功率（增益比小信号增

益下 降 = AB 时 对 应 的 入 射 光 功 率）时，!"#$%&’$
%+,-./ 的增益会陡峭地下降，迅速地达到饱和，并持

续大幅度地下降到第一个增益极小值点 0随着输入

功率的继续增大，增益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的同

时，表现出上下波动的特性 0 这和 %&’ 的静态增益

图 ? !"#$%&’$%+,-./ 的增益随入射光功率大小的变化

饱和曲线平缓单调地下降明显不同 0
上述特点源于 !"#$%&’$%+,-./ 合并了一系列物

理效应：3）!"#$%&’$%+,-./ 的有源波导基于载流子消

耗引起增益饱和的交叉增益调制效应（;#<）；4）饱

和导致的有源和无源波导间的相位失配 0输入光功

率通过改变有源波导的饱和程度调制两波导间的相

位失配程度 0相位失配不仅使得有源和无源波导间

不能够实现完全的功率交换，而且两波导间功率交

换的周期也将缩短；=）入射功率的增加同时改变

’123 中的光功率从 ’123 的有源波导传送到 ’124
的有源波导中的比例，这是 !"#$%&’$%+,-./ 与 !"#$
%&’ 的有别之处 0

!"#$%&’$%+,-./ 的静态增益饱和曲线大幅度陡

峭下降的显著特点在波长转换上具有重要的应用价

值：在饱和功率附近恰当地选择输入抽运光的高、低

功率，将引起 !"#$%&’$%+,-./ 的增益出现比 %&’ 大

得多的调制度，呈反向调制的增益可对同时注入的

探测光进行调制 0可以预见，与 ;#< 波长转换会降

低消光比不同，利用 !"#$%&’$%+,-./ 进行波长转换

?)C4 期 缪庆元等：集成双波导半导体光放大器光开关实现波长转换的理论研究



可以改善波长转换信号的消光比 !

" # $%&’()*’(+,-./ 实现 01 &2,-34 波长

转换的数值模拟

出于比较的目的，同时模拟了基于 $%&’()*’
(+,-./ 的波长转换以及基于 ()* 的 5&6 波长转换 !
设输入的抽运光信号为 01 &2,-34 的“0101”码，峰值

功率为 7#8 9:;，消光比为 < 9:，波长为 0<<1 =;!连
续的探测光功率为 > 71 9:;，波长为 0<?< =;!计算

得到的输出转换光如图 @ 中的实线所示，其中图

@（A）为 $%&’()*’(+,-./ 的输出转换光，@（2）为 5&6
输出转换光 !图中同时用虚线标出了输入抽运光的

时域波形 !可以看出，图 @（A）和（2）中转换光的波形

基本相同，但 $%&’()*’(+,-./ 输出转换光的消光比

为 B#< 9:，而此时 5&6 输出转换光的消光比已经退

化到 0#? 9:!

< # 结 论

本文建立了较为完整的 $%&’()*’(+,-./ 的理论

模型，模型中考虑了载流子浓度和光功率间的相互

作用以及有源和无源波导间相位匹配程度的纵向变

化及其受输入光功率大小的影响 ! 由于 $%&’()*’
(+,-./ 合并了交叉增益调制、相位失配程度调制、以

及传送比例调制等一系列物理效应，其静态增益饱

和曲线在饱和功率点附近随着输入光功率的增大陡

峭下降 !理论分析和 01 &2,-34 波长转换数值模拟结

果表明：适当选择输入抽运光的高、低输入功率，

$%&’()*’(+,-./ 波长转换器可以显著地改善波长转

换信号的消光比特性 !

［0］ CA;2ADA4/, %，(EF;A-4E G 0B80 !"# !$%&’ ! () *"# +,-, () .%/%& H

!" "8B
［7］ IFF (’J，KALLAMMA N，GE ( 711< +,,, 0"(*(&12’ !#2"&(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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